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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
\

)

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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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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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除白细胞输血防止医院感染发生

(

\

)

>

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#

%$$%

#

"%

$

"

%!

E%*E=>

$收稿日期!

%$""*"%*""

%

!经验交流!

脑利钠肽对右心衰竭患者心功能的评估价值

陈彩莲!刘
"

政

"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医院南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
"

#E"$$%

#

""

摘
"

要"目的
"

探讨脑利钠肽"

YS0

#对右心衰竭患者心功能的评估价值%方法
"

收集
"$A

例右心衰竭患者及
#$

例健康对照

者!评估两组人群血浆
YS0

水平!同时行心脏彩超检查!评估右心射血分数"

V'&U

#$右心室短轴缩短率"

U.

#$右心室收缩末容量

"

V''5

#和右心室舒张末容量"

V''J

#%分析血浆
YS0

水平与
V'&U

关系%结果
"

与健康对照者比较!右心衰竭患者血浆
YS0

明显升高!差异有统计学意义"

B

%

$>$#

#&右心衰竭患者随着
V'&U

的下降!其血浆
YS0

水平逐渐升高!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

义"

B

%

$>$#

#&提示右心衰竭患者血浆
YS0

水平与
V'&U

呈负相关!相关系数
6ea$>B$E

"

B

%

$>$#

#%结论
"

血浆
YS0

水平对

右心衰竭患者心功能具有较好的评估价值!值得临床推广%

关键词"心力衰竭&

"

脑利钠肽&

"

右心室

!"#

!

"$>=B-B

"

C

>D558>"-!=*E"=$>%$"%>$A>$-"

文献标识码"

Y

文章编号"

"-!=*E"=$

"

%$"%

#

$A*"$$=*$%

""

与左心衰竭相比#右心衰竭的发病率及死亡率均相对较

低(

"

)

*右心衰竭主要继发于肺心病'右心室梗死'心肌病'瓣膜

病'肺动脉高压等#其主要临床表现为体循环淤血(

%

)

*目前对

右心功能的评估主要采用心脏彩超评估右心室射血分数*本

研究拟初步探讨脑利钠肽$

97FD88F67DN746DL

I

4

I

46DJ4

#

YS0

%对

右心室功能的评估价值*

?

"

资料与方法

?>?

"

一般资料
"

%$$B

年
"

月至
%$""

年
"

月在该院明确诊断

为右心衰竭的住院患者
"$A

例#男
-A

例#女
E$

例#平均年龄

$

#%>Ef->A

%岁*同时收集
#$

例健康人群作为健康对照者#

男'女各
%#

例#平均年龄$

#$>!fE>=

%岁*

?>@

"

方法
"

所有研究对象均抽取静脉血送中心实验室进行

YS0

检测#采用
&(R.1

法$试剂盒购于德国罗氏公司%#每份

标本重复检测
=

次#取其均值#同时行心脏彩超评估右心功能#

包括右心射血分数$

V'&U

%'右心室短轴缩短率$

U.

%'右心室

收缩末容量$

V''5

%和右心室舒张末容量$

V''J

%*

?>A

"

统计学处理
"

所有定量资料均采用$

Af3

%表示#定性资

料应用百分率表示#采用
.0.."->$

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#

组间比较采用
Z84*3F

O

1SZ'1

#相关分析采用
04F75;8

或

.

I

4F7HF8

秩和相关分析#

B

%

$>$#

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*见

表
"

*

@

"

结
""

果

@>?

"

两组人群血浆
YS0

水平比较
"

右心衰组患者血浆
YS0

水平明显升高#而健康对照者血浆
YS0

水平则在正常水平#差

异有统计学意义$

B

%

$>$#

%&右心衰组患者心功能指标也明显

低于健康对照者#差异有统计学意义$

B

%

$>$#

%*见表
"

*

表
"

""

两组人群血浆
YS0

水平检测结果比较%

Af3

&

组别 例数$

(

%

YS0

$

8

P

"

(

%

V'&U

$

@

%

U.

$

@

%

V''5

$

H(

%

V''J

$

H(

%

右心衰患者组
"$A "=#-f"-#

!

=Bf-

!

%EfE

!

E$f=

!

#$f-

!

健康对照组
#$ ==EfE= #$f= =$f= ="fE E$f=

""

!

!

B

%

$>$#

#与健康对照组比较*

表
%

""

右心衰组患者血浆
YS0

水平与心功能的关系

V'&U

$

@

% 例数$

(

%

YS0

$

8

P

"

(

%

%

=# %A "!-Bf"%$

!

=#

#

E$ =- "==%fA-

'

$

E$ EE "$$EfBE

""

!

!

B

%

$>$#

#与
V'&U=#@

#

E$@

和
V'&U

$

E$@

比较&

'

!

B

%

$>$#

#与
V'&U

$

E$@

比较*

@>@

"

右心衰组患者血浆
YS0

水平与心功能关系
"

右心衰组

患者随着
V'&U

的降低#其血浆
YS0

水平逐渐升高#差异有

统计学意义$

B

%

$>$#

%*血浆
YS0

水平与
V'&U

两者呈负相

关系数#

6ea$>B$E

$

B

%

$>$#

%#提示随着血浆
YS0

水平的升

高#右心衰竭患者
V'&U

逐渐降低*见表
%

*

A

"

讨
""

论

本研究结果表明#对于右心衰竭患者#与右心功能健康对

照者相比#其血浆
YS0

水平明显升高&右心衰竭患者#随着其

右心室射血分数的降低#其血浆
YS0

水平也逐渐升高#两者呈

负相关#相关系数
6ea$>B$E

$

B

%

$>$#

%*

既往大量研究主要集中于左心衰竭#且
YS0

也被广泛应

用于左心衰竭的评估及与肺源性呼吸困难的鉴别(

=

)

*

YS0

是

从猪大脑中分离出的一种激素(

E

)

*研究证明
YS0

在体内具有

扩张外周血管'抑制交感神经活性'拮抗肾素
*

血管紧张素
*

醛

固酮系统'促进钠水排泄及调节心室收缩功能和压力负荷的作

+

=$$"

+

国际检验医学杂志
%$"%

年
E

月第
==

卷第
A

期
"

R86\(F9+4J

!

1

I

7D:%$"%

!

';:>==

!

S;>A



用#

%$$#

年欧洲心脏病学会将其列入慢性心力衰竭治疗指

南(

#*-

)

*

本组结果表明#与心功能健康者相比#右心衰竭患者血浆

YS0

水平明显升高#这与左心衰竭相似*虽然右心衰竭病理

生理机制与左心衰竭间存在差异#但由于右心衰竭后#右心房

及右心室容量及压力负荷增加#同时全身交感神经及肾素
*

血

管紧张素
*

醛固酮的继发性激活导致心房
YS0

释放增加#从而

造成血浆
YS0

的水平增高#且随着
V'&U

的下降#心房心室

内压力及容量负荷进一步增加*表
"

显示#右心衰竭患者
V'*

'5

和
V''J

均明显高于健康对照者#导致血浆
YS0

水平也逐

渐升高#这与左心衰竭时随着心功能分级的升高其血浆
YS0

也逐渐升高相似*提示血浆
YS0

水平与
V'&U

间呈负相关#

6ea$>B$E

$

B

%

$>$#

%*因此本组认为#由于目前尚缺乏对右

心功能衰竭时较好的实验室检测指标#对于右心衰竭患者#检

测其血浆
YS0

水平#并动态观察其变化#同时结合心脏彩超结

果#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更好地评估患者右心功能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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烧伤方剂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的体外抑制实验研究

刘心亮!曾小粤!温志鹏!熊益群!王重阳!徐绍钢!穆桂萍

"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深圳医院中心实验室!广东深圳
#"A$==

#

""

摘
"

要"目的
"

探讨烧伤方剂对金黄色葡萄球菌体外的抑菌作用%方法
"

采用打孔法和稀释法检测烧伤方剂和万古霉素对

金黄色葡萄球菌"

.1

#的抑菌圈和最小抑菌浓度"

+R)

#%结果
"

烧伤方剂和万古霉素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抑菌圈直径分别为

%">$HH

和
%%>=

!

+R)

分别为
%A>%H

P

'

H(

和
=%>$

!

P

'

H(

%结论
"

烧伤方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有较强的抑制作用!具有较高的临

床应用价值%

关键词"葡萄球菌!金黄色&

"

最小抑菌浓度&

"

烧伤方剂

!"#

!

"$>=B-B

"

C

>D558>"-!=*E"=$>%$"%>$A>$-%

文献标识码"

Y

文章编号"

"-!=*E"=$

"

%$"%

#

$A*"$$E*$%

""

中药抗菌有着悠久的历史#在现代预防和控制细菌性感染

疾病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(

"

)

*中草药具有多数抗生素所不具

备的优点!$

"

%非特异性抗菌作用并能调节及提高机体免疫力&

$

%

%不良反应小#在体内药物残留量低&$

=

%细菌较少对中药产

生耐药(

%

)

*因此#研究和开发抗菌中药对烧伤患者耐药菌株的

产生具有重要意义*现就本组研制的烧伤方剂对金黄色葡萄

球菌的体外抗菌实验结果报道如下*

?

"

资料与方法

?>?

"

一般资料

?>?>?

"

菌液的制备
"

将金黄色葡萄球菌接种于普通琼脂平板

上#置
=![

温箱中培养
"AG

#用无菌生理盐水配成每毫升相当

于
B

亿$金黄色葡萄球菌%的菌浓度*

?>?>@

"

烧伤方剂的制备
"

分别取黄柏
"%$

P

'苦参
-$

P

'苍术

A$

P

'防风
-$

P

'荆芥穗
-$

P

'雄黄
=$

P

'甘草
E$

P

#置于烧杯

中#加
#$$H(

蒸馏水浸泡
=$HD8

后煎煮#沸腾后用文火煮
=$

HD8

#滤出煎液#共煎
%

次#合并滤液#浓缩至
%$$H(

$生药含量

E#$H

P

"

H(

%#

"$$$7

"

HD8

离心
"$HD8

#去上清液#调节
I

T

值

为
!>#

#高压灭菌后置
E[

度冰箱保存备用*

?>?>A

"

对照液的制备
"

取万古霉素适量#精密称定#加水稀释

成含万古霉素
%#-

!

P

"

H(

的液体*

?>@

"

仪器与试剂
"

仪器包括万分之一电子分析天平'离心机'

恒温恒湿培养箱'小钢管$

-HH?!"AHH?"$HH

%*试剂包

括
+*T

琼脂培养基'

+*T

肉汤培养基$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

定所%&万古霉素购自瑞典
1YYD;/D5X

公司*标准菌株金黄色

葡萄球菌$

56F

I

G

O

:;L;LLN5FN74N5

#

.1

%

1<))%#B%=

#由卫生部

临床检验中心提供*

?>A

"

方法

?>A>?

"

抑菌圈的测定
"

采用打孔法!用无菌棉拭子沾取菌液

在普通琼脂平板上作均匀密集划线#待菌液干燥后#用外径
-

HH

的打孔器打孔#各孔中心间距不少于
%EHH

#孔中心距平

皿边缘不少于
"#HH

#直径
B$HH

的平板最好打
-

孔*每孔

加药液
%$$

!

(

#平放在
=![

温箱中培养
%EG

观察结果#测量

抑菌圈直径*抑菌圈直径取
=

孔实验结果的平均值#同时用万

古霉素作为对照*药敏结果判定标准根据
"BBB

年
S))(.

公

布的标准(

=

)

*万古霉素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抑菌圈直径大于

或等于
"!HH

者判定为敏感#抑菌圈直径小于或等于
"EHH

者判定为耐药&抑菌圈直径在
"E

#

"!HH

为中介#

S))(.

缺

少中药的判断标准#故参照万古霉素标准*

+

E$$"

+

国际检验医学杂志
%$"%

年
E

月第
==

卷第
A

期
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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